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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其他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东莞市卫生信息统计中心、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深圳市中医院、东莞市人

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南方医科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连州市医疗总院、广州市急救医疗指

挥中心、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广东网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安星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昂楷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柯林布瑞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米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熊劲光、郑金、陈惠城、魏书山、陆慧菁、高峰、李永强、曾睿、林建权、范伟、唐雄伟、

张晓东、邝允成、吴庆斌、邓意恒、查正清、陈炳坤、张家庆、陈涛、刘永波、柳遵梁、王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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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健康医疗数据安全分类分级
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健康医疗数据控制者在保护健康医疗数据时可采取的管理和技术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健康医疗数据控制者对健康医疗数据进行安全保护,也可供医疗健康管理机构、

网络安全相关主管部门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组织开展健康医疗数据的安全监督管理与评估等工作时

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5069—201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术语

GB/T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1011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25069—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个人健康医疗信息 personalhealthinformation
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生理或心理健康相关信息,涉

及个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身体或精神健康状况、接受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支付的医疗保健服务费用等。

  注:个人健康医疗信息可能包括:

a) 提供健康医疗服务时登记的个人信息;

b) 出于健康医疗目的,例如治疗、支付或保健护理等,分配给个人的唯一标识号码或符号等;

c) 在向个人提供健康医疗服务过程中收集的有关个人的任何信息,例如既往病史、社会史、家族史、症状和生

活方式等各类病历记载的信息,也包括基因信息以及测序的信息;

d) 来自身体部位或身体物质,例如组织、体液、血、尿、便、气体、生物大分子检查或检验的结果信息;

e) 可穿戴设备采集的与个人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且该种信息:

1) 本身或者明显为健康医疗相关信息,

2) 或是由传感器采集的,并且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数据结合用来对可穿戴设备的用户的健康状况或者

疾病风险进行判断的信息,

3) 或是可穿戴设备采集的信息并且为对用户的健康状况或者疾病风险进行判断后的结论,

4) 或是通过可穿戴设备相连的应用者系统进行传送的,并非可穿戴设备使用者另行提供的;

f) 接受的健康医疗服务相关信息,例如检验检查医嘱、诊断、操作、药物、医疗效果等;

g) 为个人提供健康医疗服务的服务者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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